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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广佛两地自古“唇齿相依”
每年近2亿人次通过地铁互访

事实上，共启“全球征集令”
是广佛湾的第一步，也是广佛同
城化的第N步。

2009年3月19日，两市签署
《广佛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
议》，这次“官宣”标志着广佛同城
化拉开大幕。

又一里程碑的节点发生在
十年后。2019年2月18日，《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
布，“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写入
其中。

3个月后，2019年5月，广佛
两市签订《共建广佛高质量发展
融合试验区备忘录》，提出一个总
面积为629平方公里的“1+4”广
佛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该试
验区探索交通设施、重大基础设
施、产业协同、政策对接、实施机
制等领域的“边界地区融合发展”
合作模式创新，标志着广佛发展
又向上迈了一级台阶。

在很多人眼中，广佛这对“亲
密盟友”是自下而上的产物。二
者之所以能达到水乳交融的程
度，首先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中心城区相距不到20公里，
放眼全国都实属罕见。

除地理位置外，广佛捆绑发
展也是因为自古以来两地就“唇
齿相依”。

历史上秦朝时，南海郡治就
设在番禺（今广州），现南海则为
佛山的一个区。“南（海）番（禺）顺
（德）”的传统叫法，表明了两地的
整体性。

改革开放后，广州和佛山两
个城市之间的行政区域均有一些
调整。1960年 8月恢复市以下
设区的建制，把原属佛山专区的
花都县、从化县划归广州市；
1975年，把原属佛山地区的番禺
县划归广州市。

行政区域上虽然分分合合，
但在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加持
下，两地携手成为了“命中注定”。

作为“命中注定”的探路者，
广佛最先探的路子就是交通上的
互联互通。

2010年，广佛地铁首段西朗
至魁奇路通车，开创了国内跨城
通地铁的先河，为每日往返两地
的“广佛候鸟们”提供了极大便
利。而后，不用出站、一张地铁票
畅行两市的故事越讲越生动。

根据广州地铁最新年报，广
佛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过50万
人次，换算下来，两座城市一年有
将近2亿人次通过地铁互访。

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个客流
量已经超过广州市内的4号线、7
号线、13号线等多条线路，足以
见得广佛之间的黏性已毫不逊色
于广州内部之间。

有研究数据透露，如今仅住
在佛山南海区的广州“候鸟族”
就达到 70 万人。也就是说，广
州相当于塞了一个南沙区的人在
佛山。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交
通互联互通后，最先享受到红利
的自然是交界区。

金融高新区站是广佛地铁进
入佛山境内的首站，借着同城化
的东风，金融高新区发生着改变。

广东广佛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总经理钟铨表示，开通之初，金融

高新区一天客流才400人次，现
在日均约有4万人次，呈百倍增
长。“眼下，金融高新区、千灯湖站
所在的全区已经是佛山的CBD
了，这是很明显的变化。”他说。

“轨道+水岸”
城市边缘地带变身融合中心地带

此次突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
广佛湾是怎么回事儿？这还要从
一次签约说起。

时光回溯到2020年9月25
日，广州荔湾与佛山南海签订了
《广州市荔湾区与佛山市南海区
合作共建广佛新城 科创智谷—
广佛融合示范区备忘录》，欲联手
打造占地70余平方公里、可容纳
百万人口的广佛新城。

相较于广佛新城，广佛湾
就像是在新城区域里画了一个
小圆。

据当地媒体报道，根据概念
规划，片区面积约23平方公里，
其中荔湾区约11平方公里，南海
区约12平方公里，南距广州南站
约10公里，北距广州火车站9公
里。具体范围涉及荔湾海龙、南
海盐步等地区，以佛山一环高速、
贵广南广铁路、穗盐路、花地河、
龙溪大道、西环高速、海中路、清
风路等为界。

先圈一个大圈，再画一个小
圆，这一“城”一“湾”有何区别？
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先把目光放到“城”。马向明
告诉记者，广佛新城是在“1+4”
广佛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背
景下，由南海区和荔湾区两个区
政府谋划的，是广佛同城化最早
的地段。

“这两个地段大都为建成区，
已经被开发。之所以用了广佛新
城这种提法，是因为在高质量发
展的背景下，要对老区进行更新
升级，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引
进新的业态等方式，形成一个新

的空间形态。”马向明说。
说完了“城”，再来看“湾”。

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对粤港澳
大湾区新建城际铁路建设模式作
调整，牵头单位由原广东省铁投
集团调整为广州、深圳两市。

接到任务后，广州方面积极
响应，联合周边的几个城市当即
落实城际铁路的建设任务，利用
基础设施来推进区域建设。

由此可见，城际建设运营主
体的变更是广佛湾出生的关键节
点所在。

“随着轨道线建设的加快，在
原来70余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有
一部分地段条件比较成熟，可以
拿来做先期开发。与此同时，这
些地段跟水都息息相关。轨道
交通密布，加之水岸交织地带，
因此取名广佛湾。”马向明分析认
为，在经济发展向知识经济转型
的背景下，对于市场来说，“轨
道+水岸”的模式将更加具有吸
引力，“此举也在试图将过去两地
的边缘地带，变成真正融合发展
的中心地带。”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
大学教授胡刚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地共同规划，
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就是要
为广佛同城找到新的价值高地。

“共建也意味着共享。”胡刚
分析称，广佛湾将成为广佛全域
同城化重要的试验田。对于佛山
片区来说，未来或将能享受到广
州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反过
来，佛山也将给作为老城区的荔
湾区提供更大的土地发展空间，
从而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未来
这片区域的土地潜力、市民环境
等，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广州主动再提共建“超级城市”
联合招商酝酿新一轮爆发

在广佛同城的背景下，广佛
同心的提法也掀起过一阵波澜。

2016年11月23日，就在广
州市委十届十次全会召开前一
天，佛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鲁毅率佛山市党政代表团到
广州拜访。在工作交流座谈会
上，双方提出联手打造“超级城
市”，谋划推进更高层次的同城
化，共同参与全球竞争，参与全球
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要素配置。

六天后，佛山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开幕。会上，鲁毅代表十一
届市委作工作报告，“广佛同城”
成为党代会报告中的重要关键
词，更首次提出“广佛同心参与全
球竞争”。

佛山方面热情高涨，某种程
度上也是因为饱尝同城化带来的
甜头。

数据显示，广佛同城化启动
以来，佛山 GDP 从 2008 年的
4333.30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
8630.00 亿元，近乎翻了一番。
2020年，佛山GDP总量10816.47
亿元，成为距离广州最近的万亿
元级城市。

单从宏观数据来看，合体让
佛山一路高歌猛进。不过，学界
的一个中观研究同样值得关注。

同济大学教授唐子来曾对城
市关联度进行了分析，他采用企
业关联网络作为城市关联网络的
间接表征，主要针对公司总部和
分支机构的区位信息，计算出城
市之间的关联系数。

研究结果显示，佛山的第一
关联城市是广州，而广州的第一
关联城市则是深圳，第四关联城
市才是佛山。

当时有声音调侃称，佛山高
喊“同心”的背后是“我本将心向
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但是，从近年来两地的互动
看，广州似乎有改以往的态度，开
始积极拥抱佛山。

去年9月，广佛两地商务部
门签署了《关于建立广佛同城全
球联合招商工作机制的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提出，将推动广州市

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佛山市的制造
业深度融合，围绕金融、现代物
流、商务服务、电子商务、科技服
务、制造业等开展补链强链招商，
引进一批符合两市发展重点、带
动效应显著的优质项目，提升区
域产业竞争力。

3月30日，第七届中国广州
国际投资年会举办，“‘发现·新佛
山’——2021佛山投资推介会暨
第七届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会佛
山分会”同步举行，总额超70亿
元的8个项目现场签约。

“广东省过去的思路主要是
向东、向南发展，西联做的并不
多，佛山恰巧在西边。这几年深
圳发展态势迅猛，深港的体量加
起来已经远超广州，这也从一定
程度上成为广州积极拥抱佛山的
催化剂。”马向明说。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十四
五”，广州主动再提“超级城市”。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高
水平推动广佛全域同城化，加快

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建
设，联手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
建设广佛“超级城市”。

如此看来，二者越来越“同
心”已成事实。记者将广佛两地
经济数据以“超级城市”合体计
算，2020 年两地 GDP 总量达
35835.58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上
海、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经
济体。

业内人士认为，“超级城市”
是广佛一体化经过十年交通与
政策互通后，下一个十年的发展
方向。

迎接新发展格局
打造同城化发展的标杆典范

放眼全国，同城化组合很多，
但真正有“CP感”的却很少。

“中国城市同城化发展仍面
临较多问题。”在独立经济学家、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原主任李铁看来，交通资源配
置、公共资源配置、稀缺资源建
设用地的指标分配等行政区域化
管理，限制了同城化发展进程。
而要将现有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

发展的竞争格局转化
为合作格局，也需要
进一步打破区域行政
藩篱。

中国海洋大学国
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马学广提出，
同城化存在四个发展
阶段——构想阶段、
探索阶段、融合阶段
和同城阶段。根据他
的研究结论，广佛已
经进入同城阶段。

眼下，佛山方面
提出，“十四五”期间，
广佛合力解决制度
性障碍、机制性梗阻
问题，探索具有全国
示范意义的全域同
城化模式和路径，打
造同城化发展的标
杆典范。

都说婚姻有七年
之痒，当同城化已经
走过十一载，两市是
否还有共同语言？答
案是肯定的。

2020年，福州、南
通、泉州等城市GDP
先后突破万亿元大
关。激烈的区域竞争
加剧了佛山的压力。

记者注意到，佛
山今后五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定位是粤港
澳大湾区极点城市、
全省地级市高质量发
展领头羊、面向全球

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鲁毅表示，佛山将坚持以先

进制造业为主战场、智能制造为
主攻方向，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对于佛山来说，在制造业创
新升级、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的升
级需求下，广州的配套供给都不
可或缺。

而对于广州来说，作为国家
中心城市，在新发展格局下也肩
负着崭新的责任。

在广州“十四五”期间一系列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推动综合城市功
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
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
出彩取得决定性重大成就”排在
最前列。

要实现上述目标，势必呼唤
更多的需求。踏过万亿元GDP
门槛，拥有800多万常住人口的
佛山，无疑是以最好的盟友入围。

“十四五”时期，广佛的发力
点在哪里？

广州提出，“十四五”时期，西
部着重加快广佛全方位深度融合
发展，强化交界区结对合作，提升

广佛极点辐射力。
佛山则表示，将高水平建设

“1+4”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
区，加大科技创新协同攻关力度，
共建万亿级现代产业集群；借助
广州现代服务业优势，推动广州
生产性服务业和佛山制造业深度
融合。

由此可见，在解决交通互联
互通的基本问题后，广佛同城渐
入“深水区”。下一步需要啃的是

“硬骨头”，即如何进一步打破行
政边界。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两个
城市之间仍然存在很多无形的
壁垒。

“比如佛山车牌不能自由进
出广州，两地对高新技术企业的
认定标准也不统一。此外，医保
的异地结算、教育资源的共享也
存在各种壁垒。”王永琛在佛山生
活多年，他坦言道。

有观点认为，随着同城化的
不断推进，未来或许存在广州
对佛山产业“抽血”的风险，即
部分企业会被一线城市广州的
配套、政策所吸引，将总部迁至

广州。
对此，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

长孙不熟曾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事情都具有
两面性，从大的方向和趋势来说，
广州佛山同城化发展所得到的利
益肯定大于弊端。从地图上看，
广佛已经连成一片了，这样的优
势是发展同城化最有力的条件。
过度在乎行政边界，对两地来说
会失去更多。

但君子和而不同。孙不熟提
醒，同城化并非是要完全打破边
界、完全的同频共振，而是要找到
一个让双方都舒服的理想距离，
从而实现“1＋1>2”。

对于同城化最终的走向，孙
不熟希望，二者能构建一个无差
别都会区，两地居民异地生活、工
作完全体会不到边界感，两地收
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比如高明区和天河区在经
济发展上只有总量差距，而无贫
富差距，甚至连两地房价都可以
向中位数靠拢，直至拉平，就像硅
谷那样，住在市中心和住在郊区
没什么两样。”孙不熟说。

从市级共建到区级共融从市级共建到区级共融，“，“超级城市超级城市””再近一步再近一步？？
晚上7点，家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王永琛走下地铁，再步行5分钟便

可抵达家中。就在15分钟前，他还在广州市域内。

“南海区的公交车全都可以使用羊城通、广佛通交通卡，两地无论怎么换

乘都很方便。”王永琛说。

随着广佛两地同城化频放“大招”，对于和王永琛一样每天穿行于两城的

人来说，双城生活将更具幸福感。

3月24日，广州市规划部门通过的道路规划修编显示，未来，广佛边界将

规划80条衔接道路，其中，60条处在“1+4”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内。

就在消息发布后的第二天，广州市荔湾区和佛山市南海区两区政府共同

发布“广佛湾概念规划和城市设计国际咨询”，面向全球为广佛湾征集优秀设

计方案，力图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两地携手发布‘全球征集令’，这种做法史无前例，代表着政府之间的合

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广州荔湾和佛山南海联手面向全球征集“广佛湾”城市设计方案

▲“1+4”广佛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1+4”广佛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发展策略规划招标文件。

▲2021年1月26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广佛肇（广州—佛山

—肇庆）高速公路北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与

肇庆市大旺区交界处，跨越北江连通两地。北江特大桥顺利合龙标

志着广佛肇高速实现全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交通大动脉。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阅读家”图书馆为首家广（广州）佛（佛山）同城公共图书馆，馆

内藏书量逾3万册。全馆通过自助借还机等设备实现广佛两地读者系

统对接、双城图书通借通还。图为读者在“阅读家”图书馆内阅读书籍。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摄


